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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活质量好，为了环境

更加好，垃圾分类要分好，美丽崇

明就是好。”《冲冲说创城》系列原

创视频短片在新媒体平台广泛传

播，陈冲成为新晋“崇明网红”。

陈冲是区人武部在区融媒体

中心编建的民兵宣传分队队员，他

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短视频，用诙谐

幽默的方式科普生态常识、传播生

态理念，颇受网友欢迎。

陈 冲 与 宣 传 分 队 的 民 兵 一

起，用歌舞、快板、小品、脱口秀等

形式，将生态文明新风尚带进千家

万户。

“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需 要 全 民 参

与，才能获得成效，不管岗位在哪，

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职责。”今年 2

月，东平镇“青年民兵之家”座无虚

席，获得“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最美

奋斗者”荣誉的区人武部职工刘培

良 向 青 年 民 兵 吐 露 心 声 。 30 年

来，刘培良利用周末及节假日，骑

行崇明三岛宣传环保理念，积极参

与生态环境保护，定期到长江大堤

参与净滩行动，参加“拯救国宝中

华鲟、共促长江大保护”志愿行等

活动，带动了身边一大批人参与环

保行动。

更多的民兵用实际行动践行

生态文明理念，树立保护生态的

良好导向。“通过开展爱水护河从

我 做 起 、我 的 家 园·我 的 河 等 活

动，进一步提高群众对爱水护河、

管护成果人人共享的认识。”堡镇

武 装 部 专 武 干 事 王 飞 向 记 者 介

绍，堡镇有一支女子民兵爱水护

河小分队，她们多年如一日利用

业余时间，拿着垃圾袋、钳子等工

具，在河岸边清理垃圾，向行人派

发护河宣传手册，成为当地一道

亮丽的风景。

此外，区人武部每年开展“红

三月学雷锋，生态建设我先行”活

动，号召驻崇部队、民兵预备役人

员积极参与生态保护志愿服务。

他们还组织召开驻崇部队垃圾分

类减量工作推进会，通过源头减

量、精准分类、回收利用等举措，为

崇明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做贡献。

去年年底，在上海市垃圾分类测评

中，崇明区位居榜首。

“省军区系统作为协调军地的

桥梁纽带，能及时掌握生态文明建

设的工作重点和现实需求。”上海

警备区司令员刘杰表示，他们通过

发挥部队纪律性严、装备技术先

进、持续作战能力强的优势，有效

支援和配合地方做好生态环境保

护和修复工作，以实际行动书写军

民鱼水新篇。

4 绿色生活，环保理念走进千万家

习主席在致信祝贺 2022 年六五环境日国

家主场活动时强调：“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做

生态文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

体力行、真抓实干，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

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

的 未 来 ，共 建 清 洁 美 丽 世 界 ，你 我 皆 是 同 行

者。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共同家园，人民军队

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以实际行动支持参与

驻地生态文明建设。

军队参与地方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强化生态文明意识，认

清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了解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涵体系、掌握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技

能。在学深悟透政策的基础上，认真思考“我

们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把建设美

丽中国的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做生态文明理

念的坚定践行者。

省军区系统要充分发挥联系军地的桥梁

纽带作用，及时跟进掌握地方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难点堵点，将地方所需和部队所能结合

起来，针对性地提供支持与保障。

近年来，上海警备区根据驻地实际特点，

以禁渔禁捕、护林护鸟、河道整治、植树复绿

作为行动的重要内容，主动参加生态保护改

善工程建设，协助相关部门打击破坏生态的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全 力 当 好 迷 彩“ 生 态 卫 士 ”。

在此过程中，各级找准生态环境建设助力战

斗力提升的契合点，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场

当成练兵强兵的战场，既练指挥、练组织、练

协同，又锤炼优良作风；既为生态保护贡献力

量，又提升应急应战能力。

同时，警备区还充分发挥民兵数量多、民

情社情熟的优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和普

及，营造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做生态文

明理念的积极传播者。通过开设知识讲座、发

放生态宣传手册、拍摄宣传视频，激发社会各界

参与生态保护的热情和活力，让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如今，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天更蓝了、

地更绿了、水更清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应清醒认识到，生

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的根本改善，

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需要持之以恒的付出。

只有军地携手同心，汇集磅礴之力，久久为功，

必将建成一个更加美丽的绿色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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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长共建长江绿色生态桥头堡江绿色生态桥头堡
——上海市崇明区人武部参与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记事上海市崇明区人武部参与建设崇明世界级生态岛记事

■陈 敏 陈志忠 本报记者 樊 晨

浩荡长江，奔涌入海。江海交汇处，一座森林花岛展露芳容——这里是上海崇明岛。2016
年，《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崇明目标定位由现代化生态岛升级为世界级
生态岛。

如今，世界级生态岛雏形初具。近年来，上海市崇明区人武部协调驻崇部队、组织民兵预
备役人员积极参与崇明岛生态建设，发挥生力军作用，作出积极贡献。近日，记者登上崇明岛，
探访生态岛背后的迷彩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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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岛位于长江入海口，是世

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总面积

1413 平 方 千 米 ，下 辖 18 个 乡 镇 。

崇 明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30.55%，自

然湿地保有率达 43%，是上海不可

替代的“绿肺”。

2019 年 ，崇 明 区 军 地 共 同 印

发《关于协调驻崇部队和组织民兵

预备役人员参建世界级生态岛的

实施意见》，吹响了参与生态建设

的冲锋号。

崇明区有一条美丽的“海军公

路”，驾车而行，恬静闲适。去年 5

月，崇明区举办第十届“中国花卉

博览会”，这条新建的公路成为保

障观会客流的交通要道。

过去，这条公路路面较窄、路

况不佳。地方政府虽有扩建计划，

但有的路段需要经过军事管理区，

这让他们犯了难。得知情况后，区

人武部主动协调军地双方协商，海

军某部表示全力支持。修建道路

期间，海军官兵积极做好物资场地

清理，保证道路按时通车。

车行崇明岛，只见河网密布、

纵横交错，一条条河流像血管一样

维系着岛屿生态健康。

为河道“舒筋活血”，是治理水

环境的第一步。在河道整治现场，

经常会见到民兵的身影，他们有的

驾驶大型挖掘机挥舞长臂清理河

道，有的拿着水平尺测量河道标

高，有的挥锹铲土、畅通河道。

建设镇武装部在各村成立了

民兵治河分队，民兵既当河道巡查

员，又当遵规示范员，维护着全镇

500 余条段河道水清岸绿。目前，

崇明区投入民兵预备役人员 9000

余人次参与河道治理，全面提升河

道防洪除涝能力。

同时，驻崇部队也积极参加生

态建设。每年年初，区人武部协调

驻崇部队召开生态环境治理联席

会，划分共建责任区。东平国家森

林公园双拥共建林是武警某部包

干区，每到病虫害高发季节，武警

官兵都要协助林业植保人员针对

大叶黄杨毛斑蛾、刺蛾等虫害作喷

雾防治，保护树木健康生长。

“除了病虫害防治，还要做好

森林防火灭火工作。”区人武部军

事科科长颜伟介绍，上海超过 25%

的森林都在崇明。为了保护森林

安全，他们专门成立民兵森林灭火

分队，联合区应急管理局建立 18

个小型消防站，由民兵轮流值守。

每年定期组织民兵开展应急救援、

消防灭火演练，确保林地无险情。

“在军地共同努力下，空气优

水质好、绿地面积大、生物多样性

丰富的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基本形

成。在此过程中，驻崇部队和民兵

预备役人员站排头、当先锋，发挥

了生力军作用。”区人武部部长谭

卫东介绍，他们还投入到东平国家

森林公园、西沙明珠湖景区、东滩

湿地公园等项目建设中，相关成果

惠及 1500 多亩生态林。

1 生态创建，迷彩身影挺身站排头

崇明东滩，每年在此过境栖息

的鸟类有 290 多种，候鸟达 300 余

万只。一次，民兵护鸟分队队员接

到有不法分子捕鸟的报警信息后，

立即赶赴现场。到了事发地，只见

到几张遗弃的空网和散落的羽毛，

不法分子早已逃之夭夭，到场民兵

既沮丧又心痛。

曾经，由于信息掌握不及时、

预警响应慢半拍、军地联动缺手

段，影响了生态保护行动的效率。

改变，源于 2019 年区人武部

在 横 沙 乡 建 设 的“ 智 慧 国 防 ”平

台。这个平台的应用让民兵应急

救援更加快速高效，经验做法在全

区推广。由此，民兵作为重要生态

保护力量被纳入区城市运行“一网

统管”智能化平台，遇到突发情况，

能够按照指令快速到达现场进行

处置，配合相关部门对滩水林田湖

实施精准管控。

今年 2 月 18 日，民兵信息员张

军在巡逻中发现有“三无”船舶用

“船挑网”捕捞鳗苗，随即向人武部

和“一网统管”指挥平台报告。接

到处置指令后，民兵禁渔分队协助

区农委执法大队迅速赶到相关水

域进行处置。

禁渔分队民兵陆卫国告诉记

者，仅去年的内陆禁渔期，他们就

配合相关部门查处非法捕捞行为

170 多起、清除违规网具 154 顶、清

理取缔“三无”船舶 69 艘。

“一网统管”系统还具备生态

环境监测功能。横沙乡民兵综合

应急排排长顾鎔裕向记者展示了

一条 3 月 5 日收到的短信：“丰乐村

点位局部 PM2.5 数值超标，请抓紧

核查。”接到指令后，他立即召集附

近民兵奔赴点位，对正在焚烧秸秆

的村民进行规劝制止。

类 似 生 态 安 全 问 题 ，系 统 可

以及时监测发现。“加拿大一枝黄

花”为外来入侵物种，不利于其他

植物生长，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影

响非常大。系统监测到后，人武

部第一时间向乡镇武装部发出指

令，组织民兵及时赶赴作业区域，

连株带根清除、集中灭活销毁，阻

止其扩散蔓延。

“纳入‘一网统管’系统后，行

动效率大大提高。”该区人武部副

部长周阿林告诉记者，民兵组织严

密、纪律性强、反应迅速，在护林护

鸟、长江禁捕、湿地保护等生态保

护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绿色生态，智慧系统筑起防护网

走进绿华镇华星村渔业养殖

场，一排排光伏板整齐排列在水面

上，两名民兵穿梭水上给蟹苗投喂

饲料。

华星村位于崇明岛最西端，以

前主要种植柑橘、养殖清水蟹，产

业单一，收入较低。区人武部挂钩

帮扶华星村后，调研发现这里地势

平坦、池塘密布，适合发展“渔光互

补”项目。项目建设初期，为打消

村民疑虑，人武部组织部分养殖户

外出考察项目前景，坚定信心。村

民兵连连长陈民是一位养殖能手，

他带领 10 户村民加入“渔光互补”

合作社。2021 年，村里将 105 个鱼

塘合并成 35 个大蟹塘，并安装光

伏板。光伏板既可以给鱼塘遮阳，

为鱼塘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还能

提供绿色能源。

“崇明有近 70 万人，发展生态

产业，兼顾生态保护与高品质生

活，是探索大型复杂人居河口岛屿

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该区

区长缪京说。

港沿镇的园艺村是远近闻名

的黄杨村，以销售造型黄杨树为

主。过去村民各卖各家、提篮叫

卖，难以形成品牌效应。如今的黄

杨园内，每棵造型黄杨树上都挂有

专属二维码牌，只需扫一扫，就能

显示其高度、树龄、参考价格、主人

及联系电话等信息。

这是该村基干民兵施帅的好

点子。“小标牌大作用，商贩看中树

苗不用四处打听，随时能联系主

人。”施帅向记者介绍。

该镇武装部充分发挥民兵骨

干 作 用 ，让 单 打 独 斗 变 抱 团 协

作。他们开设黄杨课堂，请民兵园

艺能手参与编制技术规程，成立工

作室，带动全村盆景技艺提升。在

各级帮扶下，全村 85%农户种植黄

杨，去年种植收入达 4000 余万元。

在崇明岛，还有一个声名远扬

的产品——藏红花，这里已成为我

国藏红花的主产地之一。庙镇永

乐村较早引进藏红花，但一直未形

成规模。2020 年，该村成立新公

司，民兵带头入股，带领更多村民

扩大种植面积。同时开发藏红花

面膜、精油等产品，不断提升附加

值，延长产业链。村里还趁机发展

生态旅游，开展多元化经营。如今

永乐村“白墙灰瓦坡屋顶，林水相

依满庭芳”，一派生态宜居景象，入

选上海市第二批乡村振兴示范村。

3 绿色生产，民兵带头引领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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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污水处理系统

参与爱水护河行动

进行爱鸟护鸟巡逻

开展森林灭火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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